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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的《古今論衡》刊布了幾批新史料。

其一，〈劉體智與容庚往來函札〉首次公開近代收

藏家劉體智嫡孫耋齡先生珍藏的一批名人函札，以

容庚寫給劉體智的信最多，共 45 封。這些包括酬

酢、古董買賣、論學、圖書出版、與中研院往來、

及對當日時局與文物安全之憂心等內容，史料價值

不言而喻。

另外，〈史語所藏商代「轄首飾」的新認識〉

介紹史語所發掘的西北岡 1136 、 1137 車馬坑的整

理工作近況。本文審視所有相關材料，考察相關器

形及車馬坑內各種器物的關係，推測過去一種稱為

「轄首飾」的銎銅器非做為轄首之用，而是與輿

相連的一種裝飾品。本次另外公佈的一批史語所收

藏的史料是王韜未刊日記。該批史料《蘅華館日記》

共 6 冊，起迄時間為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豐

五年（1855）。〈日記中的醫療史〉利用這批史料

之中，王韜抄錄的藥方（大部分為房中用藥），企

圖初步探討王韜私人生活的一個側面，及當日士大

夫生活史的某些鮮為人知的層面。

「研究討論」刊出邢義田的〈從金關、懸泉置

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

題〉。本文打破中外學者對古代羅馬與中國長久以

來浪漫的聯想，從新出土與羅馬史料探討羅馬軍團

到中國建城的公案。作者認為以現存史料無法證明

羅馬士兵在今甘肅永昌建立一座名稱源自亞歷山卓

的驪靬城。

“Empire the Modern Way”〈帝國的現代型〉一文

作者 Constantin Fasolt 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

專長在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及史學史。他的新書

The Limits of History 於 2004 年出版，在西方歷史學

界引起很大迴響。史語所有幸在 2004 年 12 月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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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olt 教授到所演講新書的相關題目，這篇文章是應《古今論衡》編輯之邀，特地為

讀者準備的論文。本文分析現代帝國（Empire）概念和古代帝國概念背後設想的政

治、文化秩序。作者指出，雖然現代人通常預設帝國的建立只能建立在強制力（force）

之上，可是從中古晚期的羅馬法學者 Bartolus of Sassoferrato 的想法中，可以析理出

另外一種形式的帝國的概念，作者稱之為帝國的古代型。現代帝國強調對領土範圍內

的主權，古代的帝國概念則嚮往普世的統領（universal lordship）。對比於建立在強制

力的現代帝國概念，古代帝國概念依賴的是不依賴武力的服從—舉例來說，說英文的

人都服從英文語法的規範，可是語法背後並沒有君主或國家等可施加強制力的中央機

構。作者接下來解釋建立在這套古代帝國概念上的神聖羅馬帝國如何在歐洲近代的政

治現實中消退，而現代國家又如何相對的興起。

「宗教與醫療」，收錄去年（2004 年 11 月）在史語所舉辦的「宗教與醫療」國際

研討會暨第二屆亞洲醫學史學會部分發表論文。本次會議以宗教與醫療的交涉為主

題，邀請學者針對世界各種宗教中的醫療知識和體系進行考察。除了傳統中國史中的

佛教、道教、巫術，以及近代來華的基督教傳教醫療之外，世界古文明和各大宗教亦

分別有學者為文介紹。本次期刊中收錄了介紹古希臘醫學在中世紀以後發展的兩篇論

文。 Hormoz Ebrahimnejad 綜論古希臘醫學在伊斯蘭社會的流傳，指出希臘醫生的解

剖和臨床實作，在翻譯的過程中流失，使醫學文獻時或淪為哲學辯論的素材。這種在

實作上的真空狀態不但在伊斯蘭地區，在中古歐洲亦然，作者認為這也是歐洲和伊斯

蘭地區在十八世紀之後比中國或印度更能接受西方新式醫學的歷史背景。而 Carmen

Caballero-Navas 的研究，則說明西南歐猶太精英透過翻譯和注釋將大別於自身宗教傳

統的古希臘醫學納入猶太文化的知識體系之中，不但在哲學思維的層次，也在醫病互

動的實作中表現了希臘醫學的猶太化過程。至於獲得亞洲醫學史學會「谷口論文獎」

的 Dhrub Kumar Singh ，則將十九世紀霍亂盛行時代，多源傳統的印度醫學透過解釋

病因、選擇療法、處理死亡病患的過程，彼此競爭、互補、乃至挪用的情況描繪得淋

漓盡致。




